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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文学科课程与教学研究发展趋势展望
——评《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(中学卷1979-2009)》

《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(巾学卷)》是由黄伟、吴良奎、连亚飞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围绕语文课程及语文
教学研究取得的成果而著作的经典作品。既有对语文教育基本理论的思考，也有课标和教材研究。既重视阅读
教学研究，也重视写作教学研究。从语文学科的实践性f{{发，关注语文综合性学习与研究性学习的研究。科学
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教学条件的改善，推动了语文教学艺术与技术研究。本书思考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的视野非
常广阔．对语文教学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，

语文学科的内容众多，涉及的主体不同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教师和研究人员对语文教学研究的领域和角度
u土／fi尽相同。对语文教学研究的关注点的不同，必然导致研究的视角存在差异。语文教学实践的多样化，促进
研究的全面客观，对正确认识语文学科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。就语文课程与语文教学研究的发展趋势，
笔荇以为可以从以下角度来理解。

语文课程与语文教学研究推动教育T作者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认知趋向统一。新的《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对
语文学科的性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：语文是T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。语文学科从独立成学科开始，就承担着重要
的功能、语文学科是实践性的学科，实践性是语文的特点。语文学科的实践性主要表现在语文学科的丁具性。
语文学科首先要让学生具备基本的语言表达能力。母语是人学会说话后的第一语言，但只会简单的口语表达，
仅能满足生活的需求．不一定适应社会的要求，正是这样的情况下，语文学习对学生未来的发展肩负着重要的
使命、再者，语文学科培养的听说读写能力也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前提。语文学科除了基本的丁具性功能外，其
承载的人文功能也不容忽视。自古以来，我国在历史的进程中，形成了优秀的传统文化。传统文化基本是通过
汉语言文字来实现传递发展的。语文学科涵盖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篇章。优秀的篇章对学生精神的影响非常巨
大，这些优秀篇章理应成为语文学科教学的内容。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，养成良好的世
界观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。新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为语文教学研究指明了方向，规范了语文教育丁作者的
语文教学活动．、

语文教学研究推动语文教学的关注点南知识传授到能力培养的转变。现代社会的发展，需要学生具备运用
语言知识的能力，要求学生要有基本的语言表达能力。语言表达能力主要体现在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两方面。
语寿表达的规范，依赖于语文教学。T作学习领域，书面表达所占比例非常大，而书面表达与口头表达差异很
大，只有通过系统的学习才能完全把握。书面表达巾的公文类写作(申请书、请假条、借条、欠条等)离不开
规范系统的学习。现代社会对语文运用能力要求的提升，迫使研究者从语文教学的教材、教师、学生等角度综
合研究更加有效的方法来促进学生语文应用能力的提高。

语文教学研究推动语文教学向注重全面提高语文素养方面转变。全面提高语文素养同样是语文教学必须重
视的方面。语文素养是学生在语文方面的内在素养，这种内在素养潜藏于学生的内心。尽管无形，但其影响是
深远的。语文素养的培养不在于一朝一夕，而在于长久的语文教学熏陶之中。无形中，学生的艺术感受力得以
增强．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培养。可以表现在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之后，可体现在语言文字的表达之中。针对
语文素养的培养，不同的研究者提}{{了不同的实施建议，有的主张从优化教材，丰富课文阅读的角度来思考，
有的从教师对作品的解读角度引导，不管研究的角度如何不同，但其就语文素养的挖掘与培养都阐述了各自见
解．

语文教学研究推动语文教学与现代技术的融合。改革开放以来，科技不断发展，技术不断进步，教学手段发
，t r新的变化，技术的发展为语文教学的进步提供了条件。传统的语文教学只有粉笔和课本，教材比较固定，
教学形式单一。改革开放以来，语文教学的手段与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最基本的幻灯片技术到现在
的网络多媒体技术，教育教学的技术手段越来越丰富，为语文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。正是
这些技术的革新对语文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语文教师及研究者理应从技术为语文教学带来的便利及优势m
发研究现代化教学手法与语文教学实践的融合。

总之，语文教学研究为语文教学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，促进了语文教学朝多元化与高效率的方向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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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欧运波／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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